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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谣谣成成本本低低，，朋朋友友圈圈成成谣谣言言““温温床床””
食品安全谣言占网络谣言一半，有人明知是假仍转发

本报记者 时培磊

一条谣言给一个产业
带来致命打击

近日，“临沂桃子打防腐
剂”的造谣视频被迅速传播，
使得当地桃子的口碑和销量
受到很大影响，当地警方迅速
介入调查，并于7月26日将造
谣者抓获。常使用微信的用户
不难发现，类似临沂桃子打防
腐剂的谣言简直数不胜数。

“无核葡萄抹了避孕药”“吃大
盘鸡能感染禽流感”“章丘绣
惠南关村有人抢小孩，还把孩
子母亲捅了一刀”等等，内容
颇为劲爆。

今年5月份，青岛两名女
子在青岛一家糕点店购买了
肉松蛋糕，二人联想到网上看
到的“棉花肉松“视频，便清洗
蛋糕，用手机录制视频，随后
发布到微信朋友圈，宣称该店
销售的蛋糕上的肉松是棉花。
经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技术中心检验，肉松蛋糕未检
测出棉花，视频纯粹是谣言。

数据分析显示，涉及食
品安全的谣言已经占到了网
络谣言传播量的45%，位居
第一位，其中不少谣言被反
复传播。

一条谣言的生产成本很
低，甚至只需要编几段文字，
拼接几张图片、几段视频，但
其造成的影响却难以估量。如
一条“塑料紫菜”谣言，可能对
福建晋江等地的紫菜产业造
成近亿元的损失。

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亲友圈成传谣重灾区

谣言的流传无不契合了
人们的敏感神经。像食品安全
类谣言，针对的就是近年来多
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和事故。公
众对食品安全的问题保持着
极高的警惕性，稍有风吹草动
就会绷紧神经，网上一旦出现
与食品相关的传言，人们的担
忧心理及敏感神经马上就被

触动。有用户甚至对内容持有
较高的怀疑但还是选择转发，
以期引起更多人关注，促使相
关部门出面调查。

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
颜江瑛分析，有不少食品安
全的谣言都是别有用心的人
有意编造的。像肉松的谣言
在多地发生，前赴后继，造谣
者自导自演，录制图片和视
频等“铁证”，对公众有极强
的迷惑性。

另外，记者调查发现，转
发内容是家庭、亲友之间通过
网络沟通的一项议程，也是基
于维护亲朋好友之间黏性的
需要。“有不错的文章我就转
发，肯定想让家人健健康康
的。”其中，谣言混迹其中，亲
友圈成了谣言传播的重灾区。

治谣还需
社会各界合力

近些年来，谣言在网络社
交平台大肆传播，相关法律法
规随之颁布，对遏制谣言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微信中，
仍能时不时看到谣言的影子。

“从传播者角度来看，有
的谣言传播者利益诉求明显，
经济敲诈、舆论商战、眼球博
弈等动机诸多。”专家介绍，从
根本上治理谣言，要在谣言的
源头治理方面下重拳，加大对
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在临沂蜜桃谣言事件中，
所幸警方及时出动，媒体对谣
言及时澄清，才避免了更大的
损失。济南负责网上公开执
法巡查的网警称，类似此类
事件，辟谣至关重要。“一旦
出现谣言，首先就是进行辟
谣，然后对相关人员进行处
理，根据影响，可对其进行警
示、教育训诫、行政拘留甚至
刑事拘留。”

为形成辟谣的长期机制，
国家食药监总局拟与中央网
信办合作建立“食品药品安全
辟谣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对
谣言传播的关键节点进行管
控，及时辟谣，及时发布权威
信息。

近日，本就全国闻名的蒙
阴蜜桃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一段“临沂桃子打防腐剂”的造
谣视频在朋友圈迅速传播，造
成了巨大的不良影响。由于今
年是蜜桃丰产年，价格较往年
偏低，又加上谣言事件影响，使
得不少桃农损失挺大。

齐鲁晚报官方商贸平台齐
鲁有货，来到蒙阴蜜桃的产地蒙
阴县探源，用行动为蒙阴蜜桃正
名，并在齐鲁有货微店（微信搜

索“齐鲁有货”）销售蒙阴蜜桃。
7月的清晨，蒙阴县野店镇

朱家坡村升起淡淡的炊烟，整
个村庄刚刚睡醒，薄薄的晨曦
笼罩着这片青山绿水的土地。
水库边成片的桃林，挂满了红
红的桃子，桃林从水边一直延
伸到山上。放眼望去，没有边
际，绿油油一片。蒙阴蜜桃就是
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成熟。桃
农们将树上的桃子摘下来，用
衣袖擦一擦直接就啃。

齐鲁有货作为齐鲁晚报的
官方商贸平台，联合知名生鲜
供应链品牌商“光鲜生”，打造
蒙阴蜜桃产业链。所有蒙阴蜜
桃从田间地头采摘后，直接进
入朱家坡最大的冷藏场进行预
冷、分拣、包装，当天采摘的桃
子当天运出，保证最新鲜的口
感，绝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购买
可搜索“齐鲁有货”微信公众平
台订购，品质更放心。

本报记者 王颖颖 孙俏俏

蒙阴蜜桃造谣事件犯罪嫌
疑人王某国在与民警的对话中
说，他经常玩“快手”发视频，显
摆自己。7月15日下午，他在蒙
阴县蒙城街道岔河村蜜桃交易
市场等待装车时，坐在驾驶室
里看到有桃农往桃子上喷水，
就拍了一段视频，同时解说这
是往桃子上打防腐剂。随后，王
某国将视频发在了自己有400
多人的微信朋友圈中。

民警：你为什么要发这视
频？

王某国：我当时一时糊涂，
愚蠢做出了傻事。

民警：老百姓喷的是什么？
王某国：喷的是水。
民警：那你为什么说是防

腐剂？
王某国：那时我以为是防

腐剂。
民警：你说是防腐剂有证

据吗？
王某国：没有，那时大脑一

时糊涂，做出了蠢事。
民警：现在已经造成这样

的后果，你想对那些老百姓、桃
农说些什么？

王某国：我对不起咱们临
沂市蒙阴县的父老乡亲，没弄清
事实发了视频，造成这么大的经
济损失和严重后果。我首先表示
对不起，说对不起现在已经晚
了，桃都卖不出去了。我本身就
是配货运输的，桃都卖不出去我
也没的运，没想到后果这么严
重。我原籍也是山东的，闯关东
出去的，这给山东人丢脸了，这
是没事找事。 本报记者 邱明

葛产地探访

葛对话嫌疑人

““大大脑脑一一时时糊糊涂涂，，做做了了蠢蠢事事””

树树上上摘摘个个桃桃，，衣衣袖袖一一擦擦就就吃吃
本报记者蒙阴桃林探源

“临沂桃子打防腐剂”谣言事件再次让人们感慨微信朋友圈
里的谣言之多，微信似乎成了谣言诞生的温床、大肆传播的平
台。记者调查走访发现，朋友圈谣言有其迷惑性，很多用户不明
就里，无意转发，也有部分人对真假根本毫不在意，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蒙阴蜜桃很受伤

桃农们将树上的桃子摘下来，用衣袖擦一擦就吃。 本报记者 孙俏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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